
2023年幼儿园传染病登记报告制度内
容(优质5篇)

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
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掌握报告的写作技巧和
方法对于个人和组织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幼儿园传染病登记报告制度内容篇一

一、临床医生必须按规定做好门诊日志的.登激作，填写专卡
和传卡，要项目齐全、字迹清楚，住址写到行政自然村，不
得有缺项、漏项。

二、发现甲类及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须在两小时内报告防疫
科，乙类及丙类传染病须在六小时内报告。

三、发现传染病暴发，食物中毒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首诊
医生以最快的速度报告防疫科。

四、防疫科每月对辖区内的门诊和住院日志进行一次检查核
对。

五、医院防保人员应根据《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
法》对甲、乙、丙类传染病疫情按要求时限网上直报。

六、医务工作者在医疗过程中，对疑似或确诊甲、乙、丙类
传染病不按要求瞒报、缓报、谎报，一经查实将给予教育、
经济处罚，并及时补报，情节严重者按《传染病防治法》规
定追究行政、法律责任。



幼儿园传染病登记报告制度内容篇二

(一)组织管理

卫生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院按照专业分工，承担责任范围内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与管理工作，
具体职责为:

1、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当地卫生院负责对行政辖区内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进行监测、信息报告与管理;负责收
集、核实辖区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信息和其他信息资
料;设置专门的举报、咨询热线电话，接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和疫情的报告、咨询和监督;设置专门工作人员搜集各种来源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疫情信息。

2、建立流行病学调查队伍，负责配合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和处理，搜集密切接触者、追踪传染源，必要时进行隔离观
察;进行疫点消毒及其技术指导。疫情报告制度。

3、负责传染病监测信息网络维护和管理，疫情资料的报告、
分析、利用与反馈;开展技术指导。

4、负责人员培训与指导，对下级卫生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
训;对卫生机构的疫情报告管理工作进行技术指导。

(二)传染病疫情报告信息审核

1、卫生院防保科每天应进行疫情信息网络监控;一旦发现传
染病病例异常增加、罕见传染病病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
相关公共卫生信息，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并为业务科室及
时提供传染病疫情信息。

2、疫情管理人员每日应分别登录系统进行审核确认与查重。



3、疫情工作人员必须24小时保持疫情电话通讯畅通，节假日
将疫情报告电话转接办公室电话上，同时保证24小时信号通
畅。

(三)传染病疫情报告的通报

传染病疫情的通报与公布，按卫生部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方案(试行)执行。

1、定期向上级卫生行政单位、政府和有关领导报告并通报本
级法定传染病疫情信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周边省份和地
区传染病疫情等相关信息。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传染病疫情，
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

2、发现甲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乙类传染病以及不明原因疾
病爆发等未治愈的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离开报告所在地时，
应立即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同时报告上级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将该病人的相关信息以最快的
通讯方式向其到达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通报。

3、卫生院当辖区内发现动物间和人间发生的人畜共患传染
病(鼠疫、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狂犬病、炭疽、布鲁氏菌
病、钩端螺旋体病、黑热病、包虫病等)暴发、流行时，及时
向辖区畜牧站报告(专报)，并在疾病流行期间互相通报各有
关疫情信息。

4、卫生院传染病疫情信息管理专职人员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要求每月对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系统的疫情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主要内容有法定传染病监测分析、各类传染病分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分析、报告及时性评价和重点提示五
大部分。

(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程序、时限及内容



1、报告程序防保科接到电话、传真或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管理信息系统发现甲类及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病人、病
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其它乙类及丙类传染病疫情暴
发、流行时，及时对疫情报告进行核实、分析，同时填写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电话记录表后，报相关部门。

2、报告内容主要报告内容有疫情发生基本情况(发生地点、
波及范围、波及人数、可能传播途径等)，疫情发生简要经过，
当地卫生机构对疫情处理措施等。

3、报告时限从防保科接到疫情，报告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整个过程在1小时内完成。当辖区内发现甲类传染病病人、病
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于2小时内向相关部门进行报告。

1)对甲类传染病和按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
和病原携带者，卫生部规定按甲类传染病管理的其他乙类传
染病如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以及卫生部规定的不明原因
肺炎病人，应在2小时内完成网络直报。

(2)对其他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伤寒副伤寒、痢疾、
梅毒、淋病、白喉、疟疾的病原携带者，卫生部列入乙类传
染病管理的其他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省级人民政府决定
列入乙类传染病管理的其他地方性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
应在24小时内，通过网络进行信息的录入报告。

3)对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应在24小时内，通过网络
进行信息的录入报告。

(五)调查

卫生院接到甲类传染病、传染病非典型肺炎和乙类传染病中
艾滋病、肺炭疽、脊髓灰质炎的疑似病人、病原携带者及其
密切接触者等的疫情报告后，应立即派专业人员赶赴现场进



行调查。接到乙类、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疫情报告后，应
在12小时内派专业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

(六)卫生院及有关科室和个人应遵照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守国家秘密法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用户与权限分配
管理规程(试行)有关规定，分配给科室的疫情信息查询帐号
及密码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并将负责人名单报信息管理科疫
情室备案，如发现帐户和密码信息泄露，请立即报告疫情室，
以便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否则，后果自负。

(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切实履
行法律赋予的责任，疫情资料对外公布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防治法有关规定执行，任何人不得随意对外泄露疫情
资料，如有违反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八)质量控制

卫生院负责责任范围内的'疫情报告管理工作，应提出工作要
求，部署工作任务，承担疫情资料收集、上报和反馈工作。
对辖区内个体诊所和下级卫生所的疫情报告工作进行培训、
业务指导和督促检查。

(九)奖惩措施

各级卫生医疗机构(个体诊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追究其行
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1、瞒报、缓报、谎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
病人的;

2、未按规定建立专门的流行病学流行队伍，进行传染病疫情
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3、在接到传染病疫情报告后，未按规定派人进行现场调查



的;

4、未按规定上报疫情或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各责任报告单位对周末及节假日加班进行疫情报告、监测和
分析的工作人员，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安排补休并给予
补贴。

幼儿园传染病登记报告制度内容篇三

一、建立医院传染病疫情管理领导小组，做好全院传染病的
监测管理、疫情报告及检查等领导工作。

二、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三、任何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病人时，都应当向
预防保健科报告。

四、发现鼠疫、霍乱、艾滋病和肺炭疽等重要的传染病或暴
发疫情时，必须先作电话报告，并随即报出传染病报告卡。

五、一个人，同时发生两种传染病时，须分别填写两张卡，
十四岁以下儿童请填写家长姓名。

六、报告病毒性肝炎、伤寒和副伤寒、脊髓灰质炎、麻疹、
百日咳、白喉、流脑、狂犬病、钩端螺旋体病和乙脑的`病例
须填写预防接种史。

七、不得隐瞒、谎报或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

八、认真填写传染病报告卡，请按卡片正面各栏目填写清楚，
门诊病例确诊当日填写、住院病人出院当日填写，过期无卡
片者为漏报，各栏目填写不清者为传染病报告卡填写不合格 。



九、防保科每日到各科门诊、住院部收取传染病报告卡，当
天行传染病网络直报。请各科责任医生及时填写传染卡。

十、每月检查一次全院传染病登记、报告情况。

为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依照《传染
病防治法》疫情报告规定，特制定我校传染病疫情登记报告
制度如下：

1、我校医务室具体负责传染病疫情登记和报告。

2. 学校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时，及时向所在县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不得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
谎报。

3. 定期对学生的出勤、健康情况进行巡查，每天进行晨检，
对缺勤的同学通知家长了解情况，并进行登记。发现学生有
传染病早期症状（如发热、皮疹、腹泻等）以及疑似传染病
病人时，及时告知学校疫情报告责任人，并通知家长, 疫情
报告责任人进行进一步排查。对于因病缺勤的学生，了解学
生的患病情况和可能的病因，如有怀疑，及时报告给学校疫
情报告责任人，疫情报告责任人接到报告后，及时追查学生
的患病情况和可能的病因，以做到对传染病病人的早发现。

4. 1天有3例相似症状当天向校医务室报告。

5.传染病报告员要加强责任心，对玩忽职守、瞒报或谎报，
不按时报等造成传染病传播或流行的，要给予行政处分，情
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有关规定追
究其法律责任。

6. 一旦发现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学校疫情报告
人以最快捷方式向县疾控中心报告，同时向县教育部门报告，
做到不漏报，不瞒报。



7.同一班级，1天内有3例或者连续3天内有多个学生（5例以
上）患病，并有相似症状或共同饮水史时，学校疫情报告人
在24小时内校医务室报告；当发现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病人
时，疫情报告人立即向疾控中心报告；个别学生出现不明原
因的高热、呼吸急促或剧烈呕吐、腹泻等症状时，学校疫情
报告人在24小时内报告；发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或其他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学校疫情报告人在24小时内报告。

幼儿园传染病登记报告制度内容篇四

一、动物疫情实行逐级报告制度。养殖场(小区)业主是疫情
报告第一责任人，应当按照规定要求，及时向当地乡镇(街
道)畜牧兽医机构报告本场突发的动物疫情。

二、养殖场(小区)动物疫情报表以书面报告为主，紧急情况
时可电话报告。

三、任何人不得乱报、谎报、漏报、瞒报重大动物疫情。

四、发现重大动物疫病或疑似重大动物疫病(或重点控制的人
畜共患病)，应立即采取隔离、控制转运和消毒等防控措施，
同时电话报告当地乡镇(街道)畜牧兽医机构，经诊断核实为
可疑疫情的，在当地动物防疫机构的指导下，按规定开展先
期处置。

五、按规定做好本场(小区)动物疫情记录。

幼儿园传染病登记报告制度内容篇五

校园内的健康、安全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配套的卫生预防措施。
学校的每日晨检制度就是一项重要的预防措施。事实证明，
学校是群体集聚的场所，一些群体性的'传染病的流行，往往
是个体传染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因此，学校每



天晨检制度，让学生做到健康上学，对于确保校园内的卫生
安全，关系重大。根据上级有关要求，修订本制度如下：

（一）、各班早自习时间由班主任及卫生委员对每位学生进
行身体一般状况的询问检查。如有学生发生不良身体状况如
发热、红眼睛、水痘等要及时逐级报告。

（二）、各班主任负责每天班内因病缺课同学的联系工作，
如有因传染性病缺课，要将情况报告医务室，并作进一步的
家庭联系。

（三）、各班卫生委员负责每天的班内因病缺课的统计，如
有发热、红眼睛、水痘等缺课的学生要及时逐级报告。

（四）、告知学生每天晨起后感到不适，要及时测量体温。
如有发热、出疹等可疑传染病情况，应要求家长及时处理，
不可在原因不明情况下带病到校课。

（五）、班主任对边治疗边要求上学的同学及家长要做好说
服劝止工作，在家中治疗休息。在校期间如有不适要及时与
家长联系。在家就医的要将就医结论报告学校，并实行传染
病复学医学诊断报告制度。

（六）、卫生室对因病缺课报告进行统计，并按要求上报有
关部门。


